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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产品触觉体验是情感化设计的重要方面，通过整理、归纳目前较为零散的触觉体验研究成
果，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讨论了触觉体验概念及其现有研究角
度。首先，从用户期待视角，解析期待及期待效应的内涵，阐述期待理论及其在触觉体验中的研究现状。
然后，从材质设计视角，归纳两类材质触觉体验设计研究类型，即单触觉模态与跨模态下的材质设计，
并阐述层次化研究方法，以及现有研究中相应的情感与情绪层、感知维度层、物理属性层的研究内容。
结论 总结产品设计中触觉体验的研究现状和国内外文献。在此基础上，提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
来的研究趋势，为产品设计领域中的触觉体验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触觉体验；期待效应；材质设计；体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0)02-0134-08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0.02.020 

Tactile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sign 

ZENG Dong, ZHOU Zhuan, CHENG Hai-feng, LI Kun-gang, QIU Shi-pe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eer research by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the relatively scat-
tered research findings of tactile experience, as the tactile experience of product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emotional de-
sign. The concept of tactile experience and its existing research perspectives we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xpectations, the connotation of expectation and expec-
t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and the expectation theory and its research status in the tactile experience were elaborated. 
N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design, two types of materials' tactile experience design research was summarized, 
i.e. material design under single tactile mode and cross mode. Hierarch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mo-
tion and emotion layer, perception dimension layer, characteristic layer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were elaborated. The re-
search status of tactile experience in product design and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summariz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re proposed,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ac-
tile experienc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roduct design. 
KEY WORDS: tactile experience; expectation effect; material design; experience design 

用户感官是用户在体验产品功能、形式、服务过

程中的纽带，直接影响后续的情感体验与文化体验。

近年来，在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中，同类产品的造型、

材质等外部特征差异性缩小。这导致了产品同质化现

象，致使用户在接收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反复刺激后，

逐渐失去了对该类产品的感官体验兴趣[1]。材质趋同

是造成产品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并且，针对产品材质

的感官体验，触觉感知往往更真实[2]。在产品同质化

和用户体验的双重驱动下，触觉体验在产品设计中的

重要性与日俱增。本文整理与归纳了近年来国内外产

品设计中关于触觉体验研究的文献，提出了现有研究

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趋势，以期为同行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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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触觉体验及其研究框架 

触觉是指分布于全身皮肤上的感觉感受器在外
界的温度、湿度、压力、振动等刺激下，引起冷热、
黏滑、软硬、压觉、痛觉、振动觉等感觉，并催生出
喜悦、惊奇、失望等情感[3]。触觉体验是用户感知产
品触觉特性，从而形成对产品整体情感的过程。 

目前，关于产品触觉体验研究大多为零散理论模
型与应用，缺乏系统体系。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
两种角度切入，触觉体验的两种研究角度见图 1。从
用户期待的视角出发，洞察用户触觉体验过程中各节
点的行为特征，以构建用户触觉体验的心理模型。从
产品材质的视角出发，首先，了解材料属性与加工工
艺。其次，通过感官实验，测量用户触摸材质时的感
性数据，并结合特定产品的使用情景，建立用户心理
—物理联系。综合来说，产品设计中的触觉体验研究
不仅需要设计师探究用户触觉行为，而且需要他们明
晰材质属性，最终将两者结合。 

 
 

图 1  触觉体验的两种研究角度 
Fig.1  Two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tactile  

experience hierarchy 
 

本文首先阐述了期待下的触觉体验理论模型及
其应用；其次，梳理材质设计与选择发展脉络，阐明
材质研究对于产品触觉体验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
从材质触觉体验研究类型与层次化具体内容展开论
述；最后总结现有研究，并讨论了后续发展趋势。 

2  期待下的触觉体验研究 

期待下的触觉体验代表性研究见表 1。在已有研究 

表 1  期待下的触觉体验代表性研究 
Tab.1  Tactile experience representative study under expectation 

文献 国家 作者和单位 研究内容 案例 结论 
[4] 美国 Nancy K Lank-

ton, 马 歇 尔 大
学 

期望不确定理论（EDT）在信息技术领
域的应用，并比较简易与完整的 EDT
在确定用户满意度上是否存在差异 

实 验 对 象 为 Microsoft 
Access 软件 

对无经验的用户和软件的易用性
来说，完整的期望不确定理论显示
的同化效果更强 

[5] 美国 Andrew L Geers, 
托莱多大学 

提出情感期待模型（AEM），通过比
较实验，探究先前刺激对情感期待的
影响 

实验对象为电影剪辑 先前接受过先前刺激的被试，更有
可能将情感反应与情感期待对比。
先前刺激是情感期待效应的重要
情境调节者。 

[6] 英国 Gavin  
Buckingham， 
埃克塞特大学 

针对材质—重量错觉问题，二十二名
被试进行心理学实验，探究期待效应
是否影响重量感感知 

重量相同，形状均为立
方体的聚苯乙烯、橡木、
金属铝 

认知期望可以独立影响人们对于
重量感的感知 

[7] 日本 Hideyoshi  
Yanagisawa， 
东京大学 

利用反射镜，设计感官评价实验，让
被试触摸与观看不同材质，并评价视
/触觉组合的评分，研究期待效应如何
影响触觉感知 

五种材质（树脂、弹性
体），视触觉搭配共二十
五种组合 

不同的视觉刺激能改变人们对触
觉样本的感知，帮助设计师利用期
待效应，设计与探索体验良好的新
型材质 

[8] 日本 Hideyoshi  
Yanagisawa， 
东京大学 

通过三种感知方式进行实验，对比视
触觉与单触觉差异 

十四种塑料材质 可以通过视觉期待效应改变用户触
觉感知，以超越用户期望，改变触
觉感知的两种途径为改变材质外
观、实际触觉表面属性 

[9] 日本 Murakami  
Tamotsu， 
东京大学 

基于期待效应为设计者提供设计框
架，并且定性列举若干设计案例以指
导设计师 

“积极—中立—消极”、
“先前—后续”两个维
度切入的设计案例描述

为设计人员提供与期待效应相关
设计方法和设计手段 

[10] 荷兰 Geke D.S.  
Ludden，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 

将视触觉不一致所造成的惊奇现象
分为两类，即可见的惊奇（VN）与
隐藏的惊奇（HN），并通过感官实验
验证它们的差异 

实验对象为三种类型的
产品（VN，HN，NN），
每一类六款，共十八款
款 

设计师可以应用期待效应所致的
惊奇，根据不同的设计策略，设计
出令人惊讶的产品。 

[11] 荷兰 Geke D.S.  
Ludden，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 

通过讨论六种设计策略如何应用两
类惊奇现象（VN，HN），深入了解
设计师如何、为何创造出令人惊讶的
产品，以及创造惊喜的效果是什么 

定 性 分 析 讨 论 若 干 产
品  

设计令人惊讶的产品，并不一定会
唤起用户愉悦，还可能导致其他意
外，如不是用户所期待而导致的失
望，使用户感到被误导或被愚弄

[12] 荷兰 Geke D.S.  
Ludden，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 

通过不同时间节点的感官实验，研究
惊奇与产品喜好之间的关系，以及惊
奇随着时间推移效果的变化 

根据不同的任务，体验
六种不同的产品 

人们对令人惊奇的产品的喜爱是
不熟悉的产品特征、惊奇之后的积
极情绪两种效果的叠加，人们对产
品的惊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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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探讨产品触觉体验原理时，“用户期待”已然成

为研究热点。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即期待的内涵、

期待相关理论模型，以及其在触觉体验中的应用。 

2.1  期待的内涵 

在与产品交互的过程中，用户往往会通过先前的

感知、经验、认知对后续体验进行预测，通过预测，

形成对产品的期待。这种期待能对产品的后续体验产

生 影 响 ， 这 种 影 响 被 称 为 期 待 效 应 （ Expectation 
Effect）[13]。 

2.2  期待相关理论模型 

2.2.1  期待不确定理论 

Edward Tolman[14]提出了期待的三种来源，即过

往 经 验 、 相 关 推 论 、 当 前 刺 激 。 期 待 不 确 定 理 论

（Expectation Disconfirmation Theory）的变量为个体

对某一事物的熟知程度。熟知时，对事物的期待来源

于过往经验；不熟知时，对事物的期待则来源于相关

推论。并且，基于相关推论的期待相对于基于过往经

验的期待，更具不确定性[4]。简而言之，当人们看到

相对陌生的事物时，心理形成的触觉期待更不确定。

用户期待不确定，相较于期待确定，更易引起用户关

注。通过制造新奇（功能新奇、造型新奇、材质新奇

等），有利于造成用户期待的不确定，进而吸引用户

继续探索与深入了解。 

2.2.2  情感期待模型 

Timothy Wilson[15]将情感期待定义为“人们对特

定 情 境 或 特 定 刺 激 的 情 感 预 测 ”。 情 感 期 待 模 型

（Affective Expectation Model）一方面描述了造成情

感变化的前提条件是期待与体验间的差异。当个体注

意到这种差异时，情感反应与期待形成对比；当这种

差异被忽视时，则形成同化。其中，对比意味着扩大

期待与后续体验的差异；同化意味着缩小期待与后续

体验的差异。另一方面，接受过与先前期望不一致的

刺激更有可能在后续体验中与期待形成对比，即扩大

期待与体验的差异[5]。目前，通过期待感知不一致来

调节情感，是情感设计的一种重要手段。 

2.3  期待在触觉体验中的应用 

现阶段，期待在触觉体验的应用中，主要从两个

方面进行研究，即视觉期待效应与视触觉不一致下的

惊奇。视觉期待效应侧重视觉质感对触觉质感的影响机

制；视触觉不一致则侧重结果给用户带来的情感变化。 

2.3.1  视觉期待效应 

在触觉体验场景中，用户往往从一种感官模态切

换到另一种感官模态，例如，先“看”再“触摸”，

“看”会无意识地引发基于触觉记忆的心理触觉，这

种心理触觉受过往经验的影响，并影响接下来的真实

触觉体验，整个过程称之为期待效应。在应用方面，

Hideyoshi Yanagisawa[7-8]利用视觉期待效应，并通过

半透镜实验，发掘了体验较好的视触觉样本组合，为

后续新材质设计奠定基础；Murakami Tamotsu[9]将期

待效应作为视触觉设计策略，在情感化设计框架下指

导设计师合理应用期待。 

2.3.2  视触觉不一致下的惊奇 
由于视觉质感具有较强的遥测性，通常会出现假

象，所以导致视错觉，换言之，先前视觉预测与当前
触觉感知出现不一致，其结果往往能吸引用户的注
意，引起用户的惊奇。在产品设计中，创造视触觉不
一致成为设计师的创作手段[16]，清晰化惊奇的内在机
理，可以辅助设计师创造惊艳的产品。 

从惊奇类型看 [11-12]，包括隐藏的惊奇（Hidden 
Novelty）与可见的惊奇（Visible Novelty）。隐藏的惊
奇是指看起来很熟悉的某件产品，经过用户实际触摸
发现，其纹理特征与期待不一致，从而带来反差。这
种惊奇给用户带来的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喜悦，也有可
能使用户因被愚弄而失落。可见的惊奇是指用户不熟
悉所见的产品，需要他们通过根据以往经验猜测，其
触觉体验具有探索性质。这种探索的过程本身足以让
用户好奇。因此，对设计师来说，在对设计进行迭代
改良时，更应偏向于应用隐藏的惊奇，即造成一种认
为熟悉实则陌生的意外效果；而在进行全新产品的设
计时，更应偏向于应用可见的惊奇，即创造用户之前
未接触过的产品，让用户为其感到好奇。 

从惊奇持续时间来看[13]，初次接触时，视触觉不
一致可以引发惊奇；长期接触后，则形成特定的触觉
记忆与用户偏好，并影响后续的认知判断。此过程反
复迭代，致使触觉记忆与用户偏好持续更新。过去的
惊奇随时间流逝逐渐被用户习惯，致使同类刺激不足
以激活惊奇的阈值。由此可知，时间可以削弱用户惊
奇的程度。 

3  产品材质触觉体验研究 

在产品设计中，仅凭功能与造型的驱动已不足以

获取商业成功。材质作为用户感知与体验产品的载

体，同样也承载着设计师的设计意图，是设计师“匠

心”的具体体现。从用户视角，触摸材质是体会设计

师“匠心”与认知产品内在含义的渠道之一；从设计

师视角，洞悉材质属性以及移情体会用户情感，是提

升产品触觉体验的重要措施。 
Karana Elvin[17] 提 出 了 “ 材 料 驱 动 设 计 ”，

Charlotte Sörensen[18]指出了“材质选择与材质体验”

在产品设计中的重要性，Sarah Wilkes[19]认为为了更

好地发挥材质的科学与美学属性，工业设计师应与材

料科学家建立跨学科合作。因此，材质研究已然成为

产品设计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环。 
不同时期设计师选择材质时所关注的侧重点都

有所不同，材质设计的选择准则见表 2。20 世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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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材质设计的选择准则 
Tab.2  Selection principle of material design 

作者 
(年份) 

Patton 
WJ 

(1968) 

Ashby 
Mike 

(1992) 

Mangonon Pat 
(1999) 

Ashby 
Mike 

(2002) 

Karana 
Elvin 
(2008)

材质设计

的选择 
准则 

服务 
制造 
经济 

机械性能 
热力性能 

制造 

物理属性 
加工和制造 

生命周期 
可用性 
环境 

技术 
经济 
美学 

感官属性

隐性特征

技术性能

 
计师主要关注产品材质的制造属性（加工制造、物理

属性、生产）与经济属性[20-22]。21 世纪以来，设计

师们除了关注制造属性与经济属性以外，同时开始关

注材质的美学[23]、感官特性、隐性特征，例如，Karana 
Elvin[24]提出了感官特性（视觉、触觉、嗅觉、听觉、 

味觉）与隐性特征（感知、价值、联想、情感、语义），
Yukari Nagai[2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感知特性”是材
料“隐性特征”最基本的属性。综上所述，在产品材
质设计与选择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科技水平的提
升，从过去的注重功能与成本转移为目前的注重感知
体验。本部分将从材质触觉体验研究类型与材质触觉
体验层次化研究进行阐述。 

3.1  材质触觉体验设计研究类型 

材质的触觉体验是包含触觉在内的用户感官对
材质的感知。近十年国内外的材质触觉体验设计代表
性研究见表 3。归纳各文献材质触觉体验感知模态类
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触觉模态下的材质触觉
体验，重点关注材质隐性特征等；另一类是跨模态下
的材质触觉体验，重点关注触觉模态与其他感知模态
对同一材质感知的差异性。 

 

表 3  材质触觉体验设计代表性研究 
Tab.3  Representative study on tactile experience design of materials  

文献 年份 国家 作者和单位 研究内容 案例 结论 
[26] 2009 英国 X Chen，利兹大学 材料属性如何影响触觉体验 三十七种包装纸

盒 
通过建立情感—感知—材料关
系层次，有利于产品材质的理性
选择和改进 

[27] 2010 荷兰 Anna Fenko，代尔夫
特理工大学 

通过感官评价实验来确定材
料触觉属性和颜色对产品温
暖体验的相对重要性，并研究
温暖的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 

围巾和早餐托盘 材质的触觉属性与颜色均会影
响温暖感，经访谈研究发现，温
暖感有社交互动、亲密、友好的
比喻意义，进而影响人的愉悦感

[28] 2011 日本 Yukari Nagai，北陆
先端科学技术大学
院大学 

通过构建概念网络，研究用户
与材质触觉交互背后的深度
印象和隐性特征 

七种常见的人造
材料与自然材料

基于概念网络及其重要节点，易
于理解用户触觉习惯，为识别隐
性特征与深度印象提供了方法
支持 

[29] 2012 中国 何聪艳，东华大学 分别在触觉单模态和视触觉
双模态下，采用平置按压与捏
持弯曲的触摸方式，评价织物
的柔软感 

十一块机织面料 无论平置按压还是捏持弯曲，视
触觉双模态的辨别阈值总小于
触觉单模态 

[30] 2012 比利时 Lisa Wastiels，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 

通过感官评价实验，研究室内
墙壁颜色与表面粗糙度对温
暖感的影响 

十种粗糙度不同
的石材，十种颜
色不同的石材 

颜色的变化比粗糙度变化对于
温暖感感知具有更大的影响，颜
色相同的情况下，越粗糙则越温
暖 

[31] 2013 比利时 Anne Klöcker，鲁汶
大学 

通过测量法向与切向作用力
分量以及指尖轨迹，确定哪些
因素影响人们触摸材质表面
的愉悦感 

十二种不同材质
（砂纸、海绵、
胶乳、麻布、木
材、塑料等） 

影响愉悦感的因素：手指在材质
表面滑动所产生的平均摩擦力
大小、材质表面形貌特征 

[32] 2013 瑞典 Siv Lindberg，瑞典
农业科学大学 

探究木材属性与产品语义之
间的联系 

九种木材（实木、
橡木、复合材质）

实木被认为是自然的；橡木是独
特的；复合材料在感知属性上呈
现较大的变化 

[33] 2015 日本 Waka Fujisaki，国家
先进工业科学技术
研究所 

研究同一材质不同感知通道
（视觉、触觉、听觉）的感知
判断是否一致 

二十二种木材 同一类材质在不同模态下其感
知判断基本一致 

[34] 2017 中国 唐帮备，重庆大学 分析用户视触觉体验测试原
理，构建评价体系，建立评价
模型 

三十八种汽车内
饰件 

对个性化定制产品、批量生产
产 品 所 面 临 的 问 题 得 到 了 解
决，并且可不断积累目标用户
群对未来创新概念产品的材质
喜好和等效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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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触觉模态下的材质触觉体验 

单触觉模态的优点是不受其他感官影响。在单触

觉模态下，被试对材质表面纹理的感知更敏感，其关

注重点在于单独触觉通道感知所引发的概念联想、语

义联想等隐性特征。例如，Yukari Nagai[28]通过构建

概念网络，研究材质背后的深度印象，以理解用户触

觉习惯；Siv Lindberg[32]探索木材与语义之间的联系，

赋予不同木材不同的语义标签，其目的在于选择适当

材质以匹配具体的设计意图。 

3.1.2  跨模态下的材质触觉体验 

用户单触觉模态感知是理想情境，在真实的体验

场景中，通常需要其他感知模态的参与。在跨模态的

材质触觉体验研究中，Waka Fujisaki[33]认为同一类材

质在不同模态下其感知判断基本一致，但存在内部权

重差异，例如石头的触觉感知为坚硬，则视觉与听觉

也有类似判断。然而，触觉模态与其他模态影响某一

情感的权重略有差异。在各模态权重差异研究中，

Lisa Wastiels[30]也得出类似结论：颜色，相比于粗糙

度，对石材温暖感的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无论是触觉单模态还是跨模态，建立

材质客观物理属性与用户主观情感、感知的联系，是

近十年材质触觉体验研究的主要思路。 

3.2  材质触觉体验层次化研究 

为结构化触觉体验，Chen 等[26]从模糊到清晰，

自上而下地提出情感与情绪、触觉感知、材质物理属 
 

性的层次化模型。也有学者简化了层级，研究其中两

层。各层级内容见表 4。 
在情感与情绪（Affection or Emotion）层级中，

情感释义词汇受研究问题与对象影响。例如，当研究

家用墙面石材时[30，35]，都会用“温暖感”诠释用户

情感，其原因在于“家”有温暖的含义。当研究礼物

纸盒包装时[26，41]，则选用“兴奋、愉悦、自然、喜

欢”等词语，原因在于“礼物”可以使人开心愉悦。

当研究面料[42]、牛仔裤[43]等纺织用品时，会选用“舒

适感”来表达用户情感。由此可知，在情感与情绪层

面，选择词语来描述产品时，通常需要先明朗该产品

的隐性特征（感知、价值、联想、情感、语义），然

后再选择与这些隐性特征相关联的词语。 
在感知维度（Perception Dimension）层级中，现

有文献极少阐述使用某感知维度的缘由，也没有明显

迹象证实感知维度与研究对象相关。对此，Shogo 
Okamoto[44]归纳了组成触觉纹理的三个主要感知维

度，即粗糙/光滑、软/硬、冷/暖，它们涵盖了触觉感

知的绝大多数信息。另外，在粗糙/光滑维度下有两

个分支，即干/湿维度、黏/滑维度。 
在材质物理属性（Characteristic）层级中，依据

材质不同而各有差异，常见的有表面粗糙度、摩擦系

数、温度、导热系数、比热容、密度等，这些均可通

过仪器直接或间接的测量。 
在确定各层级的研究属性后，结合感性工学方

法，进行感官评价实验，以获取用户数据。接着，进

行数据分析。一方面，层级内部降维，其主要方法有

表 4  各层级内容 
Tab.4  Content of each level 

 作者 年份 案例 具体内容 文献

X Chen 2009 纸盒包装 温度、粗糙度、蠕变柔量、摩擦系数 [26]

Anna Fenko 2010 围巾、托盘 粗糙度、颜色 [27]

Lisa Wastiels 2012 石材 粗糙度、颜色 [30]

Anne Klöcker 2013 十二种不同材质 摩擦引起的振动的衰减系数、动摩擦系数 [31]

Lisa Wastiels 2012 石材 导热系数、比热容、热扩散系数、密度、粗糙度、颜色 [35]

材

质

物

理

属

性 Mohammed S Alsoufi 2016 汽车内饰 拉伸应力、弯曲模量、密度 [36]

唐帮备 2017 汽车内饰 粗糙/光滑、软/硬 [34]

Yoshihiro Tanaka 2006 面料 粗糙/光滑、干/湿、软/硬、冷/暖 [37]

Ian R Summers 2008 纸 粗糙/光滑 [38]

Steve Guest 2011 流体 黏/滑、粗糙/光滑 [39]

感

知

维

度 
Steve Guest 2011 面料 粗糙/光滑、干/湿、软/硬 [40]

X Chen 2009 礼物包装 兴奋的、愉悦的、柔和的、自然的等 [26]

Lisa Wastiels 2012 石材 温暖感 [30]

Lisa Wastiels 2012 石材 温暖感 [35]

X Chen 2009 礼物包装 喜欢/不喜欢 [41]

Les M Sztandera 2009 面料 舒适感 [42]

情

感

与

情

绪 
OsmudRahman 2014 牛仔裤 舒适感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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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多维尺度分析等，用以消除

各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使变量间相对独立。另一方

面，各层级之间建立连接关系，主要方法有相关性分

析、回归分析等。通过以上方法，最后建立情感—感

知—属性的层级关系，使模糊的触觉体验明朗化。 
综上所述，材质的复杂性决定了情感的多元性。

况且，同一材质的不同产品因其形式、语义、使用场

景不同，致使用户情感也有微妙差异。目前，建立层

次化关系是清晰化材质触觉体验的有效手段。在各层

次具体内容的选择上，研究者需根据具体研究问题与

研究案例，并且结合实际产品的使用场景来综合考虑。 

4  研究总结与趋势展望 

4.1  研究总结 

第 2 节和第 3 节分别从用户期待角度和材质设计

角度展开了文献研究。前者探讨了触觉质感与视觉质

感的内在联系，即过去的触觉质感经大脑处理转化为

视觉质感，这种间接视觉质感对后续的触觉质感产生

了视觉期待效应，这种期待与当前感知的不一致会引

发用户惊奇。此类研究关注于“人”，通过展开心理

学实验，以获取人在触觉体验中的感知数据，用以挖

掘用户触觉感知的内在影响因素，如认知、经验、偏

好，为提升材质的触觉体验提供支持。后者探讨了单

独触觉模态与跨模态材质体验的不同，以及建立材质

物理属性、感知维度和情感的层次化体系。此类研究

关注于“物”，通过感官实验，以测量各感知维度数

据与情感数据，并与材质的具体物理属性建立联系，

明确了材质属性与人类情感映射关系，从而为材质设

计与选择上提供参考。 
综合来看，以上两类研究分别从不同领域展开，

但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相应的研究缺陷。例如，在材

质触觉体验评价方面，仅仅评价产品本身质感优劣还

不够全面，评价还应该包括用户的期待，例如，即使

某产品本身属性并不突出，但是却超越了用户期待，

给用户带来了惊喜，这种惊喜程度可以作为用户体验

评价的指标之一。在产品触觉期待研究方面，可以结

合材质研究相关内容，即具体哪些物理属性让用户惊

奇，以便于清晰化不易描述的惊奇体验，也便于设计

师采取具体措施提升触觉体验。 

4.2  趋势展望 

产品设计中触觉体验研究是一项包含工业设计、

心理学、材料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工作，国内对此

研究较少，国外对其研究时间也不长，尚未形成完整

理论体系。随着用户对材质情感化体验的较高要求，以

及材料科学的发展，其发展趋势将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4.2.1  用户主观数据的准确获取 

在触觉体验研究过程中，能否准确获取真实的用

户情绪数据、情感数据、感知数据是关键问题，这直

接关系到材质的选择与设计。目前主要以感官实验和

问卷量表的形式获取，但准确性不高，可以通过记录

用户生理数据，如脑电波数据、用户表情记录等，用

以获取与验证用户主观数据。 

4.2.2  新材质的开发 

目前对于材质客观数据与用户主观数据的结合

与联系，多是从现象出发，而改变材质属性、新材质

开发是触觉体验设计的直接目的。通过系统地建立用

户端至材质端数据库，并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提供

切实可行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材质设计与开发成为一

大趋势。 

5  结语 

产品触觉体验是一个较模糊的过程，这与材质本

身属性的复杂性、个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及体验的差异

有关。利用感官实验与感性工学研究方法和技术，建

立用户心理与材质之间的关系，可以使设计师对这一

模糊过程的认识明朗化，有利于产品材质的设计与选

择。本文分别从人的心理与行为、材质的角度切入，

总结了近年来对触觉体验的期待研究与材质研究。并

且，从研究内容、研究案例和研究结果分别展开综述，

讨论了工业材质触觉体验设计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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